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曲靖地区行署水利电力局党组书记j局长周运龙

曲靖地区是滇东岩溶高原的主体，素有入滇门户之称。辖曲靖、宣威

二市，会泽、富源、马龙、寻旬、陆良、师宗、罗平七县，-总面积
32 544．42平方公里，其中山区面积28 417．2平方公里，占全区总面积

的87．3％入口550．5万人，耕地面积497．79万亩。 。

．境内河流众多，有西江水系的南盘江，北盘江，金沙江水系的牛拦

江、以礼河、小江及普渡河上游诸河。多年平均水资源总量1 60一，53亿

立方米，占全省水资源总量2 221亿立方米的7．21％，人均水资源量为

2 909立方米。全区虽然河流众多，但地处长江、珠江流域分水岭的河川

上游，源短流急，加之地势北高南低，复杂多样。垂直差异悬殊，喀斯特

地貌发育，且广为分布，降雨时空分布不均，干湿季节分明，因而冬春干

旱，夏秋洪涝是全区气候特点和灾害的成因，一年中常有全区性或局部性

干旱和洪涝发生，甚至一年几灾。历代居住在这块土地上的人民群众，为

抗御水旱灾害付出了辛勤的劳动，取得了一定的效果，但从总体上来看，

由于历史的局限，社会制度的制约，在旧中国时期建设的水利设施是有限

的，不仅数量少，而且规模小、质量差，不足以与自然灾害抗争。

新中国成立以后，曲靖地区作为全省水利建设的重点地区之一，在党

和政府的领导下，通过各族人民的艰苦努力，水利事业和其他事业一样同

步获得迅速发展，成就显著。先后建成独木、毛家村等2座大型水库，

中型水库有花山、白浪、西河、潇湘、响水坝、莲花田、板桥，麦子河、

永清河、古宁、黄草坪、溜子田、东风、湾子、石坝、响水河、偏桥，新

屯、东屯、钱屯、凤龙湾、金乐、跃进和清水海(不包括1 992年经省水

利水电厅批准降为小(一)型使用的黑滩河水库)等24座，小(一)型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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水库”6座，小(二)型水库526座。设计总库容1 6．75亿立方米．另

有小塘坝2 500多个。建设河闸1 54座，其中中型18座；建设堤防

1 771公里，保护农田90多万亩，保护人口1 24．75万人；建设机电排

灌站1 834处，装机93．31千瓦，除涝52万多亩。水利工程年供水量达

9．38亿立方米，其中供农业用水8亿立方米，供工业及城市生活用水

1．3亿立方米。每年还为发电调节供水1 3．47亿立方米。截止1 99,4年

底，全区农田有效灌溉面积达1 85．43万亩，农田水利化程度达37．3‰

45年来国家投入水利建设的资金达8．1 9亿元(不包括电力建设和电站专

用水库建设的投资)，群众投入水利建设的劳力达6．2亿个工日。随着国

家大电网的建设，地方小水电也相应得到发展，先后建成了陆良大叠水水

电站、天生桥水电站，罗平腊庄水电站、九龙河水电站等，小水电总装机

已达1 5．28万千瓦，1 994年度发电量达6．08亿千瓦时，供电量达

1 2．54亿千瓦时。

45年全区治水办电的成就，远非历代所能比拟，它不仅增强了抗御

自然灾害的能力，改善了农业生产条件，对农业的发展，对全区经济和社

会发展都起到重要的促进作用，对环境的美化、净化也有着积极作用，较

好地完成了这一历史时期所赋予的任务，获得了全区各族各界群众的公

认。

总结过去，是了解区情，认识区情，正确贯彻党的实事求是思想路线

的基础。为此，我们在省水利厅的统一部署下，从1 985年3月起，着手

《曲靖地区水利志》的编纂工作，历经1 O年。开始主要由地区水电局副

总工程师、教授级高级工程师杨祖诲同志任主编，领导编写组的同志着手

搜集资料和进行《曲靖地区志·水利孺》的编纂工作，于1 990年1 O月

完成了《曲靖地区志·水利篇》初稿，编纂工作告一段落。1 991年7

月，改聘本单位已离退休老同志重组编写组，由高级工程师高长征同志主

持，根据地区史志委的意见，在初稿基础上重修《曲靖地区志·水利

篇》，并以此为基础，再搜集资料，汇集信息，反复论证核实，比较忠

实，全面地按水系记述了曲靖地区水利建设的史实，特别是记述了新中国

成立后40多年水利建设的成就和发展历程，客观地总结了水利建设的经

验教训，于1 993年8月完成了《曲靖地区水利志》初稿。’后又广泛征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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意见，几经删补。在编纂各个阶段，还分别进行了评议，初审、复审、互

审。并于1 994年1 O月邀请省、地、县三级专家、学者对志稿进行了评

审，认为是一部比较成功的志稿。评审会后，根据专家们的建议，再次进

行了修订，并请省水利志副主编樊西宁同志审阅，提出了一些修改意见，

由总纂人员全面修订后，交地区水利志编纂委员会复审通过，决定交付出

版．

曲靖地区历来没有水利的专志，此次编纂者大胆尝试，勇闯新路，根

据曲靖地区的特点，按水系流域编纂，终于使第一部《曲靖地区水利志》

得以问世．这是参与编纂同志集体智慧的结晶，是老同志老有所为的新贡

献，也是曲靖地区水利战线各方面同志们通力合作的劳动成果。我代表曲

靖地区行署水电局，对《曲靖地区水利志》的出版表示祝贺，向为志书编

纂付出辛勤劳动和给予关心和支持的全体同志表示感谢。

相信《曲靖地区水利志》的出版，将为人们了解曲靖，认识曲靖，研

究和进一步开发曲靖地区水资源提供科学的基本资料；为全区各级领导和

不同行业的人们增进对水利的了解，提供较全面的水利发展史实；．有利于

水利行业担负具体工作的同志们把握全局，克服资料零散性、片面性带来

的弊病，从而使水利这一基础产业和基础设施能与全区经济协调、稳步地

向前发展；它也将为各级领导者今天的决策提供可靠的依据，为检验和完

善昨天的决策提供验证材料，帮助我们阔步向新的目标前进，迎接全区水

利事业的新飞跃。

一九九五年十月



凡’ 例

一、《曲靖地区水利志》是以马克思列宁主义、毛泽东思想为指导，

坚持党的四项基本原则，坚持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所确定的路线、方

针、政策，以《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》为准绳，本着详

今略古，求实存真的原则编写，着力于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后水利事业

的发展变化，力求做到思想性、科学性、资料性的统一。

二、本志的上限自公元1275年起，下限至1989年，个别资料为保

持事物的完整性，延续到90年代初期。 ·

三、志体以述、记、志为主，使用语体文，书面语言记述，引用史料

照用原文。 、

’ ‘

四、本志采用篇、章、节、目的结构形式，按水系横排竖写。设流域

水系和水资源、自然灾害、南、北盘江上游的治理与开发、金沙江水系流

域的治理与开发、蓄水工程、地方电力、机构与职工、水利管理等8篇，

共18章53节，29万字。卷首有编纂人员名录、曲靖地区行政区划示意

图、领导人题字、照片、序言、概述、大事记，书末附有编后记，简述修

志始末。

五、本志的历史纪年，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以前(简称建国前)一律

沿用旧纪年，并在括弧内注明公历年份，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以后(简称

建国后)·律用公历纪年。

六、本志的计量单位名称、符号，．原则上按国家规定执行，但考虑到

专业习惯，如亩等仍沿用习惯用词。

七、凡属国家统计部门统一管理的数据，均以统计数字为准。有关水

利工程的数据，以，三查三定”所核定的数据为准；个别水利工程在。三查

三定”后有新的变化，又必须将变化后的新数据书明的，书明时都注明新

数据的来源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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八、本志资料来源，除注明出处者外，其余均来自本局技术资料室，

省、地档案馆、图书馆以及《云南通志》、《明实录》，各县不同时期的县

志，市，县水利志稿，7少部分资料系撰写人采访或摘自老同志笔记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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